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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社会背景和流行趋势,分析了解构主义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总结了解构主义的一般表现手

法,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解构主义对女装设计进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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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是后现

代时期的一种典型艺术哲学,它提倡打破一切秩序和

对结构的拆解,通过偶然、荒谬的组合和随机的叠加,
形成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形象,“解构”即对结构的破

坏和重组。
解构主义最早是由哲学概念衍生到建筑设计,20

世纪70年代的反时装运动促进了解构主义在服装设

计领域的发展[1]。解构主义基于对结构的分解,强调

粉碎、折叠、重组,重视个体、成分本身,反对整体统一,
创造一种分裂和不确定的感觉,表现出对传统服装美

学的挑战和反叛[2]。通过将多个元素组合在一起,用
堆叠的手法放在同一个服装造型中,形成反传统、反对

称、反完整的服装风格,在造型、色彩、质地、比例等方

面突破了原有的时尚秩序,以夸张的外形和前卫的设

计风格吸引眼球。

1 解构主义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解构是一种多样化的艺术,它关注服装本身,任何

细节和部位都可以作为目标被分解和重组,设计手法

丰富繁杂,影响力不可低估。解构主义虽然是在欧洲

被提出,但在时装界的孵化却是由一批日本设计师引

领,他们将东方审美情趣与西方流行趋势结合,创立了

独具一格的解构主义服装[3]。西方设计师结合历史文

化、民族风情、街头流行、建筑框架等元素让解构主义

进入大众视野,拓展了服装设计领域的新空间。

1.1 解构主义在东方服装设计中的孵化

解构主义在时尚设计界获得话语权与来自日本的

设计师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等人密切相关。
他们颠覆西方所推崇的“结构主义”,基于东方哲学思

想和制衣技术,突破人与服装原有的关系,以自由奔放

的形式开创了服装设计中的“解构主义”风格。
三宅一生一贯以无结构模式进行设计,他打破了

传统西方的窄衣结构,以深刻的反思维进行创作,不再

沿袭适体塑型的风格,而追求个性的解放。在造型上

借鉴东方折纸和包裹缠绕的立体裁剪技术,用丰富多

样的材料,如日本宣纸、针织棉布、亚麻等进行二次创

造,设计出各种肌理效果,加强了服装的空间感和量

感。川久保玲的作品以造型新奇怪异在时尚圈获得盛

赞,主要采用不对称手法将结构拆解破碎后进行扭曲

和变形重组,展现了日本美学中的不规则和缺陷文化,
风格夸张、叛逆,想象力十足。山本耀司以简洁而富有

韵味、反时尚的设计风格著称,他把西式的建筑风格与

日本服饰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不符常规、不分性别,将
女装男性化,用夸张的比例弱化女性的身体曲线,将迷

幻的涂鸦色彩、纹身图案运用到女装中,塑造模糊的性

别界限,充满离经叛道的娱乐性。

1.2 解构主义在西方服装设计中的衍生

二十世纪末,解构主义设计开始风靡欧洲的时装

舞台,受到东方解构主义的启发,一批以马丁·马吉拉

为代表的西方解构大师应运而生。马丁·马吉拉以大

胆玩味的设计闻名,被称为“解构怪才”、“解构之父”,
他主张保留时装设计时一切人工的痕迹,将残损的面

料、粗糙的毛边和残留的线头等展露出来,激发未完成

和破坏性的兴奋感。他还充分强调物料的作用,用扑

克牌、碎瓷片、旧手套等非服用材料重组制作成服装,
改写了传统缝纫技术和成衣制作的方法。继马丁·马

吉拉之后,整个时尚界开始大规模地引用解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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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设计师将源自不同文化背景、历史阶段和性别的

款式融为一体。每一件衣服单独拆解开来,都貌似风

马牛不相及,而搭配起来却自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

格。

2 解构主义在服装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解构主义的设计从服装的款式、色彩、图案、材料

等方面入手,结合材质特点丰富面料肌理,消解具象的

廓形特征,以反叛多变的手法重塑服装结构,通过调整

色块比例以及对图案的扭曲变形来演绎张扬不羁的服

装风格[4-5]。

2.1 款式结构的解构

服装结构由内部结构和外部轮廓共同组成,对服

装结构进行解构需要对服装的外轮廓进行改变并对服

装的内部结构进行拆解、打乱、重组,打破固定模式,创
造形散而神不散的新结构。

2.1.1 服装外轮廓的解构

在服装解构过程中通常采用撕破、分割、组合、拼
贴等不规则的方式进行重组,打破对服装造型传统的

认知和审美观念。通常服装的轮廓用A、H、O、T和X
这类字母或几何形状表示,这取决于服装设计和人体

胸部、腰部、肩部和臀部围度的变化。随着后现代主义

在服装设计中的广泛应用,服装轮廓的具体形状在服

装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少,设计师通过解构服装轮廓

的形状,颠覆人体造型的设计理念,强调服装廓形应将

穿着者的心灵和气质作为参考。

2.1.2 服装内部结构的解构

服装内部结构的变化给服装整体形象带来改变,

是服装设计的关键点,因此常用多种设计手法实现内

部结构的解构。

  (1)省道与分割线

省道和分割线是服装结构设计中最常用的解构技

巧。运用省道可以灵活而有效地控制服装的轮廓,使
其具有多种可能性,用奇妙的构思来塑造廓形,通过不

规则的剪裁来体现服装和人体的流动空间。另外,设
计师可以通过分割线来增强服装的功能性和装饰效

果,将装饰与造型结合起来体现服装的动感。将省道

和分割线分解重组,可以产生别致多样的服装结构。

  (2)夸张与变异

夸张的手法常见于服装的肩部、领口、袖子和下摆

处,以一定的尺寸或比例夸大衣领、袖子、口袋等内轮

廓,从而改变服装的整体秩序以及服装的轮廓造型,增
强服装视觉的冲击力。其次,变异也是在服装解构过

程中常用的手段,设计师往往将服装部分比例放大或

缩小,改变其位置,或是做变形处理,由此带来的审美

冲击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3)错位与颠倒

解构主义设计颠覆了传统设计的规则,错位是指

将服装局部的组件进行拆解,然后放置在其他部位,突
破服装部件的功能性限制,通过重新构成改变了服装

的外部形态,营造错落有致的视觉体验。颠倒也是解

构设计常用的手法,采用逆向思维进行设计,典型的是

内衣外穿的穿搭设计,形成内外颠倒的错乱意识,对传

统审美提出挑战,以“离经叛道”的设计展现设计师超

前的自我意识。

  (4)分离与拼接

分离与拼接指通过断裂分割服装的各个结构要

素,改变原有的形态、距离和顺序,运用穿插、堆叠、拼
接等手法进行重新组合。例如左右拼接的西装或者前

后拼接的风衣,通过分离拼接造成视觉上的分割,产生

丰富的层次美感。

2.2 图案的解构

对服装图案的解构使服装呈现零散、扭曲、错位的

视觉印象,给人带来新颖的视觉感受。设计师在保留

基本元素的基础上,运用解构手法对原有的图案进行

破坏设计,打破完整美好的整体印象,或者通过各种工

艺手段将原本毫无联系的图案进行重新组合,让前卫

与传统、未来与过去在服装设计中得以融合。解构后

的图案不仅可以作为表面装饰元素使用,同时立体的

图案也可以是整体或局部的服装造型,与人体结构相

契合,形成平面与立体结合的综合体。

2.3 色彩的解构

色彩的解构是对原有色彩组织进行重新整合与再

现。色彩的解构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对人工或自然

色彩进行分析、解体、提取,保留原有色彩关系和面积

比进行重构;二是设计师不再使用原有的色彩组织结

构,而是颠覆传统,重新调整和分配原来的色调、面积

和形状,基于原色的特点和构成,对色彩进行重组扭

转,产生视觉的分割和离散感,突破传统的色彩搭配方

式,对色彩进行破碎叠加,用不规则、非理性的组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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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强服装的空间感和视觉张力。

2.4 材料的解构

材料作为服装的重要载体,不仅是服装造型的物

质基础,也是造型的艺术表现形式[6]。从植物叶片纤

维到人造纤维,从粗麻布到精致的丝绸,甚至是塑料、

金属、光盘等非传统材料,都被解构设计师改造成一件

件令人眼前一亮的时装。新技术的产生使设计师有了

更多的选择,通过热压、喷墨、3D打印等方式可以改变

材料的原始外观,使其重获新生。同时,纳米材料、光
纤面料等新型面料的出现也为服装设计带来了越来越

多的可能性。侯赛因·查拉扬通过对特殊材质的利用

将解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他曾用糖化玻璃、LED灯、

可溶性纤维等材质制作服装,实现对未来和超现实的

探索,彻底颠覆了传统面料所带来的体验。

3 解构主义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实践

本次设计灵感来源于社会热点问题———雾霾,效果

图如图1所示。服装的设计受到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影

响,同时也引领着时尚潮流。雾霾作为一直备受关注的

环境话题,深刻又具有现实意义,以服装为载体,显示环

境污染的严峻性,用解构的设计手法进行诠释,提醒人

们保护环境,支持可持续发展,起到发人深省的效果。

本系列用夸张的廓形和前卫的设计风格吸引人们

的关注,表达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窒息感和毁灭感,朦胧

的纱质包裹在服装外象征着雾霾笼罩,用拼接工艺形

成支离破碎的画面,用具有颗粒感的材料营造尘土飞

扬的氛围。对服装进行缺损处理,使服装造型具有不

完整性,粗糙的毛边、外露的线迹营造出一种颓废感和

未完成感,将质感和光泽感差别明显的面料无规则地

拼接组合在同一件服装中,形成视觉冲击,这种无序组

合体现了解构主义糅杂、混乱、矛盾、多元的特点。

图1 服装设计效果图

4 结语

解构主义通过多种拆分重组的手法打破了既定的

服装结构和造型形式,形成了散乱、突变、残缺、无中

心、反结构的服装特征,个人意识强烈,视觉效果震撼,
符合当下多元化、独特性的服装需求。未来,解构主义

还将与其他设计元素杂糅融合,与时代潮流并进,在服

装设计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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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andExpressionofDeconstructioninModernFashio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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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socialbackgroundandpopulartrend,theapplicationstatusofdeconstructioninmodernfashiondesignwas

analyzed,andthegeneralexpressiontechniquesofdeconstructionweresummarized.Onthisbasis,women'sclothingwasdesignedby
applyingd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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